
▋ 國 小 階 段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新竹市／內湖國小 

學校名稱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小 

團隊成員 

曹喩傑校長 楊茂裕主任 周若渟主任 林芳瑟老師 黃佳玲老師  

洪毓茹老師 陳孟環老師 曾文慧老師 游嘉鈴老師 

鄧珮玟老師 周枚潁老師 柯玉玲老師 陳香君老師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其他領域 校本課程、語文、資訊、自然環境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藝術領域:能使用素描筆畫出由淺到深的色階。 

校本課程:對於內湖社區廟宇文史、地理景觀、香山濕地都有初步認識。 

自然環境:植物生長過程及天然災害防範已有認識。 

資訊課程:已具備 word文書處理及資料搜尋能力。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___________ 

（例如：校訂課

程、彈性課程、

主題課程等） 

 說明：班級導師透過語文領域及校本課程引導學生回想並探討內

湖社區特色(廟宇建築樣式、文化歷史、香山濕地)，並利用資訊設

備查詢收集更多相關資料後，由科任藝文教師帶領學生以「內湖意

象」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導及藝術創作教學。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___________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

之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__口頭評量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自然環境領域:體驗真實情境教學 

颱風過後或是平時維護校園安全，

所裁切下來的廢木 

環境教育: 

基於珍惜在地資源，省思 

如何使廢木重生 

視覺藝術領域: 

帶領學生認識木頭燒烙畫

的製作過程及設備 

校本課程與國語文領域: 

以內湖意象作主題，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發表家鄉特色。 

視覺藝術領域:基礎素描能力訓練 

(1)先讓學生認識何謂光影變化-以馬諦斯與楊三郎兩位藝術家為例 

(2)請學生實際使用一隻素描筆畫出由淺到深的色階 

資訊領域:資料收集及簡報製作 

1.教師引導學生小組討論內湖特色，並利用電腦收集許多內湖文史及地理

景觀照片製成 PPT 

2.請學生分組發表內湖意象特色，並完成學習單 

 

視覺藝術領域:木頭燒烙 

1.教師教學電烙筆之使用方式 

＊電烙筆技法：點狀、片面狀、線條（類似鉛筆素描） 

2.實際操作,及提醒電烙筆之高溫 

3.學生開始實作: 

 (1)在木頭上打好草圖 

 (2)開始進行製作木烙畫 

視覺藝術領域:淡彩上色 

 (1)完成木烙畫 

 (2)用淡水彩局部上色 

資訊教育與語文領域: 

錄製學生回饋省思影片 

原本面臨丟棄的校樹,透過學生巧思巧手，不但有了第二次的新生,其上頭

烙印上的更是學生對於家鄉學校的深刻情感關懷。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木烙內湖 

教學時數 8 節 320 分鐘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五年級 

實施班級數：四班 

各班級人數：25 人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__普通班____ 

設計理念 

 

1.為因風災傾倒的校樹尋找被保存及再利用的機會，教導學生珍惜物資。 

2.引領學生尋找家鄉意象及特色，形式上看似烙印在木頭上，其實同時也將故鄉意象

深刻的烙印在學生心頭上。 

3.結合素描深淺色階、點線面的運用加上淡彩上色，呈現古樸的歷史感。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素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題等戲劇或舞

蹈元素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理解力、想像力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說明：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視1-Ⅲ-1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

索創作歷程。 

視1-Ⅲ-2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

作主題。 

視1-Ⅲ-3 

能學習設計式思考，進行創意發

想和實作。 

視 2-Ⅲ-1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

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核心 

素養 

藝-E-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A3 

參與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活經驗。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B2 

辨別資訊、科技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 



視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校、社區

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與生活的

關係。 

表3-Ⅲ-3 

能運用包含科技媒體在內的各種

媒體，蒐集藝文資訊與內容。 

表3-Ⅲ-4 

能於表演中覺察議題、展現人文

關懷。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 

內容 

視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的辨

識與溝通 

視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表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

事 

表A-Ⅲ-2 

國內外表演藝術團體與代表人物 

表P-Ⅲ-3 

展演訊息、評論、影音資料 

教學目標 

1.能運用巧思，進行校園樹木藝術創作 

2.能使用電烙筆在木頭上進行有層次的烙畫技法 

3.能使用點、線、面的幾何抽象創作技法 

4.能和同學互助合作解決問題，並欣賞他人作品 

5.對在地文化有更深入的體認與情感 

教學方法 欣賞、示範、操作、資料查詢、小組討論、省思、影片錄製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1 木 

烙 

內 

湖 

1.引領學生思考：如何使這些廢木再生和使用 

2.認識木頭燒烙畫、製作過程、設備 

3. 認識何謂光影變化 

4. 實際使用一支素描筆畫出由淺到深的色階 

2 

1. 發下石膏像（每組一個），學生實際練習素描，體會物體上的光影

變化 

2. 利用電腦查詢內湖特色，製作簡報(回家作業) 



3 

1. 教師引導學生小組討論內湖意象 

2. 請學生分組討論要繪製的內湖意象，並完成學習單 

3. 學生開始繪製草圖 

4 

1.教師教學電烙筆之使用方式 

＊電烙筆技法：點狀、片面狀、線條（類似鉛筆素描） 

2. 運用所學的電烙筆技法進行繪製 

5 運用所學的電烙筆技法進行繪製 

6 運用所學的電烙筆技法進行繪製 

7  用淡水彩局部上色，省思回饋學習單書寫 

8  學生上台分享小組的作品，並錄製省思回饋影片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 

方式 

1 解決問題 

認識燒烙 

40 分 校樹傾倒照片、 

燒烙工具 

環境情感 引起 

動機 

口頭評量 

2 深淺色階 

素描練習 

40 分 馬諦斯與楊三郎兩

位藝術家的作品 

光影變化 發展 

活動 

學習單 

3 內湖意象 

簡報分享 

40 分 網路資源 故鄉情感 發展 

活動 

專題報告製作 

4 點線面 

繪製草圖 

40 分 視覺語彙 點線面 

空間構圖 

發展 

活動 

實作評量 

5 電烙筆繪製 40 分 繪畫性 

創作實踐 

構圖、美感 

形式原理 

綜合 

活動 

實作評量 

6 電烙筆繪製 40 分 繪畫性 

創作實踐 

構圖、美感 

形式原理 

綜合 

活動 

實作評量 

7 上彩 40 分 繪畫性 

創作實踐 

色彩 綜合 

活動 

實作評量 

8 回饋分享 40 分 美感經驗 審美知覺 課後 

複習 

影音紀錄 

教學省思與建議 

1. 這些木頭並未因颱風傾倒而成為垃圾,相反的，透過校本課程與語文課程的探究，讓學生尋找到以

內湖意象為主題，在木頭上烙畫出自己家鄉最美的風景，別具意義。 

2. 過程中教師花了很多時間進行彼此課程銜接與合作模式的討論，一回生，二回熟，經過一段時間下

來已漸漸有默契。 

3. 跨領域的課程帶給孩子很大的學習動力，因為每一節課都息息相關，學生為此很認真地達成每一堂

課的任務。 



教學研發成果 

  

  

  

從學生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在學生心中能象徵「內湖意象」的事物非常多元:有百年的大榕樹、古樸的

土地公廟、香山濕地上的彈塗魚、招潮蟹和夕陽、校園操場跑道、曾經盛極一時的內湖海產店、地方

信仰中心龍正宮媽祖廟、甚至是內湖老街的大腸麵線也都成了藝術創作的主角。由此可見，學生最棒

的學習主題其實就應該是在他周遭的生活情境，因為有感覺，才能給予藝術生命力。 

未來推廣計畫 

除了以故鄉情懷為主軸是堅持不變之外，希望能研發更多元的教學方案，使美感課程跨越更多的領域，

製造更多的學習可能，讓學生從中體悟:方法不是只有一種，處處都有學習的機會，具有解決問題與創

意思考的應變能力，立志做一個終生學習者。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教導學生如何安全使用木鋸裁鋸出自己想要的木片 

  

何謂木烙畫介紹，如何利用點線面構圖 

 
 

資料收集及簡報製作 校本課程香山濕地教學 



  

燒烙及上彩教學 

  

燒烙及上彩教學 回饋分享 

參考資料 

康軒版-藝術人文光影魔術師單元進行基礎素描教學 

木烙筆的表現技法介紹 https://tieba.baidu.com/p/1818485543 

第二期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國小階段分區研習營研習手冊 

 

  

https://tieba.baidu.com/p/1818485543


 


